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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鼓励新能源车企
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本报讯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
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下一步，新能源汽车企业要做
大做强。目前新能源汽车企业
数量太多 ， 处于小而散的状
况，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
励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
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 。 各
方面对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热
情很高，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有
很大促进，但也要看到新能源
汽车技术含量高的特点，所以
资源应尽可能市场化集中，避
免分散。

统计数据显示 ， 截至目
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企业有 198 家，其中 150 家是
2018-2020 年注册的。 若将经
营范围扩大至相关产业链，截
至今年 9 月，我国有 33.2 万余
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登记
在册。

肖亚庆还表示，要加强推
广应用，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开展好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抓好公共领域汽车
全面电动化的城市试点，提高
城市公交、出租及物流配送等
领域新能源汽车的比例；促进
跨界融合，推动电动化与智能
网联技术融合发展，现在有不
少试点有新突破，加快 5G、车
路协同技术应用，开展更多适
合消费者的休闲娱乐生活服
务 ， 以及自动或辅助驾驶功
能；提升产品质量，在质量安
全、低温适用等各方面有更高
标准、更严要求，引导企业提
升产品质量、 提高服务水平、
树立品牌形象，让消费者更喜
欢买、用起来也更放心。

中汽协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8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首
次超过 30 万辆， 再创历史新
高，达 32.1 万辆，同比增长 1.8
倍；1-8 月， 累计销售 179.9 万
辆，同比增长 1.9 倍。 8 月新能
源 汽 车 渗 透 率 已 提 升 至
17.8％。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
表示，按照此态势发展，我国有
望提前实现“2025 年新能源汽
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
售总量 20%左右” 的中长期规
划目标。 （旭日）

电动汽车领域
多项国家标准发布

本报讯 近日， 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标准委）围绕汽车
领域集中发布了一批国家标
准 ， 涉及电动车辆碰撞时易
起火爆炸 、 车用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 、 汽车自动驾驶分级
等领域。

其中，新修订发布的《电动
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国家标
准与 2015 版相比，增加了后面
碰撞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从
而涵盖了正面、 侧面和后面碰
撞等多种碰撞工况； 修改了侧
面碰撞的适用范围， 完善了防
触电保护要求中的绝缘电阻要
求、电能要求。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 3 部分 梯次利用
要求》 明确要求企业获取电池
数据， 并根据梯次利用场景应
用需求制定安全性评估规范和
性能评估规范。 《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 4 部分：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规定了梯
次利用产品标识应包括梯次利
用产品标志、产品中文名称、梯
次利用生产企业名称或注册商
标、梯次利用产品生产日期、规
格型号、 执行标准及梯次利用
产品编码等信息。

此外 ，新出台的 《汽车驾
驶自动化分级》 国家标准规
范 了 驾 驶 自 动 化 等 级 概 念
和定义 ， 将汽车驾驶自动化
等级划分为 0-5 级，其中 0-2
级为驾驶辅助类，3-5 级为自
动驾驶类，分别规定了 6 个级
别的定义和技术要求框架，并
提示相应级别下汽车用户应
承担的驾驶任务 。 这将有利
于规范企业宣传 ， 增进消费
者对技术的理解，改善消费者
因误解而滥用、误用驾驶自动
化功能的现象 ， 提升公共交
通安全。 （姜馨 ）

资讯

首首个个““55GG++大大数数据据””智智能能停停车车充充电电微微应应用用项项目目在在滁滁州州投投运运

������9 月 13 日 ，国
内首个利用 “5G+
大数据” 技术打造
的智能停车充电微
应用项目在安徽省
滁州市琅琊山风景
区充电站投运。

据统计， 目前
高达 36%的公共充
电桩停车位被非充
电车辆占用。对此，
滁州供电公司利用
“5G+大数据”技术
进行信息采集和数
据分析， 实现充电
一键搜寻等功能 。
图为滁州供电公司
人员测试琅琊山风
景区智慧停车充电
微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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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已从年初的约 6%升至 8
月的 17.8%，受此影响，动力电池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各大电
池企业纷纷扩产以满足订单需求。 对此，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日前表示，动力电池面临回收利用渠道不畅通及锂、钴、镍等资
源保障和价格上涨压力，工信部将提升锂、钴、镍等资源的保障
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资资源源掣掣肘肘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持持续续发发展展

热热点点 焦焦聚聚

动动力力电电池池供供应应压压力力大大增增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本报讯 记者卢奇秀报道：工信部近日
发布的《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
安全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
相关企业要加强汽车、网络、平台、数据
等安全保护，监测、防范、及时处置网络
安全风险和威胁， 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
护和合法利用状态， 保障车联网安全稳
定运行。

相比 6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车
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工作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通知》明确了相关企
业在车联网安全中的主体责任， 新增网
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基本要求及健全安全
标准体系的要求， 并着重强调了数据安
全管控。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汽
车数据安全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相关部
门在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方面已出台十余

项政策文件，包括《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
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汽
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车联网
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

“今年是车联网安全规范的里程碑
年。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车
联网安全部副主任刘冬指出， 近年来，我
国针对车联网安全持续开展顶层设计，出
台了系列政策和文件，同时推进相关部门
间的协调机制建设，但整体来看，我国智
能网联汽车管理规范仍处于早期阶段。

车企是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参与方，
《通知》明确，生产企业要采取有效的技术
保护措施，防范数据泄露、毁损、丢失、篡
改、误用、滥用等风险，并在必要情况下配
合开展相关监督检查，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 为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的原则，智能网
联汽车生产企业、车联网服务平台运营企
业要建立数据管理台账，实施数据分类分
级管理，加强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保护。

刘冬指出，车联网涉及的数据类型繁
多，包括车端车内数据、个人行车轨迹、路

侧地理信息及在云端和后市场的相关数
据，分类分级管理困难。 因此，车联网数据
安全管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研究咨询机构 IHS Markit 预计，到
2022 年，全球联网汽车的市场保有量将达
3.5 亿辆，市场占比达 24%；新车销量达到
800 万辆，占比达 94%。如此大规模的车辆
若不尽早对网络数据进行管控，将给交通
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刘冬指出， 车联网的网络安全不同
于传统信息系统和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
安全，而是一个新型的安全业态。 相比之
下， 传统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多是数据
信息泄露、系统瘫痪甚至工厂停产，而车
联网的安全风险更为严峻， 直接威胁人
身财产安全， 甚至影响公共交通安全和
国家安全。

“目前自动驾驶技术还没有成熟落
地，若发生安全事故，责任主体应归属汽
车端还是个人端，仍是一个模糊地带。 车
辆远程升级的普及应用，也带来车内软硬
件参数或状态的更迭，对事后溯源及真实
状态的确认存在很大的可欺骗性或不确

定性。 ”刘冬坦言。
此外，车联网与交通管理网络、监控

网络、 公安监督管理网络甚至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管理运营网络等将不断交融，车
辆上传数据时和运营商网络，以及车辆充
电时和充电网络、 支付网络都在融合，无
论哪个环节因网络隔离不当，都将导致风
险蔓延。

对此，《通知》在新增条例“加强智能
网联汽车安全防护”中明确提出，智能网
联汽车生产企业要落实有关要求， 明确
本企业漏洞发现、验证、分析、修补、报告
等工作程序； 发现或获知汽车产品存在
漏洞后，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向工信
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报
送漏洞信息。

目前， 各大车企在保障数据安全、提
升数据价值等方面已开始行动， 如特斯
拉、宝马、戴姆勒、福特等车企均在中国设
立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存储本地化；智己
汽车发布了用户数字资产开发方式……
可以预见的是，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防
护将持续升级。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管控升级

������“目前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源开发跟不上下
游市场需求，近期我每天都接到各种客户的催货电话，他
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没法增加供应量。 ” 江西赣锋锂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晓申无奈地表示 ， “增加供
应量有很多限制条件， 上游资源从勘探到开发、 建设的
周期较长， 一旦下游市场增长过快， 上游开发速度就难
以跟上。 ”

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乘用车事业总经理谢秋介绍：“碳
酸锂成交价从去年不到 4 万/吨涨至目前超 20 万/吨， 增长了
500%。这对资源消耗是一个挑战，对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是伤害，
尤其对自主品牌的影响很大， 因为自主品牌的议价能力还不
强，对成本的消化能力还较弱。 ”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工程研究总院常务副
院长徐兴无也指出：“今年以来， 不仅是正极材料， 磷酸铁
锂、三元材料、负极材料等也很紧张。 这暴露了一个问题，如
果新能源汽车产能达 3000 万辆、5000 万辆， 资源还能否支
撑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

据了解，全球钴资源约 720 万吨，非常有限，因此，不少三
元电池企业通过提升镍的比例来降低钴含量， 但全球镍资源
约 8900 万吨，也十分有限。 锂资源相对丰富，但需求量较少。
相比之下，磷酸铁锂电池的原材料储量丰富，其中铁的储量达
1600 亿吨，磷的储量也有 600 多亿吨。 按照徐兴无的测算，钴
将在 18-20 年内用完，镍可能在 40 年左右用尽，而锂可以用
100 多年。

������徐兴无表示：“如果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必须有足够的资源保障能力，否则要么原材
料供不上，要么价格高。 镍、钴都可以回收，但必
须规范，否则也很难持续。 ”

“虽然退役电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有
效利用是一个大课题， 但至少可以将退役电池
变成再生资源，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成熟。 ”王晓
申认为。 据多家研究机构测算，未来 5 年，电池
回收利用市场将达千亿元规模。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宇平表示：
“资源是核心，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带动了动力
电池发展，进而带动锂、镍、钴等资源需求。 而我
国相关资源稀缺，亦无法靠购买矿产、精炼加工
满足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需求，因此，回收再利
用将是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的突破点。 ”他预计，到
2025 年，78 万吨退役电池通过回收再利用可得
到 3 万吨基础资源，其中，锰可以达到 42%以上
的回收率，镍、钴、锂回收可以达到更高水平。

资资源源回回收收再再利利用用潜潜力力大大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李树会认为，未来三元电池、无钴电池和铁锂电
池将并存发展，其中超高续航、高动力性的高端
车型仍将以装载高镍的三元电池为主。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志
坤也预计，未来 5-10 年的电池市场仍以磷酸
铁锂、三元锂、无钴电池三种技术路线为主，
钠电池、全固态电池、磷酸锰铁锂电池等技术
还需创新，并通过大规模应用来验证和推广。
“对电池企业而言， 除强化创新和研发外，还
要完善供应链。 未来 5 年，几乎所有原材料都
需同步增长 5-10 倍产能，才能满足行业发展
需要。 ”

在徐兴无看来，从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考
虑，要鼓励发展磷酸铁锂电池，尤其是加快提
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才能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后续发展。
当然，无论发展哪种电池，关键是在没有追

加投资、 新成本注入的前提下实现生产效率提
高，从而降低能耗和上游资源的消耗。王志坤认
为：“当前我们一条生产线的产能约为 2GWh、
3GWh， 这难以适应 TWh 时代对生产效率、资
源消耗、 碳排放等方面的要求，TWh 时代的单
条生产线产能应达到 10GWh 以上， 才能实现
高效生产。 ”

提提高高生生产产效效率率可可降降低低资资源源消消耗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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